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竹报平

安：思奎堂藏中外家书文献展”日前在

上海芊荷艺术空间开幕，展出翁同龢、罗振

玉、郑振铎、陈梦家、孙毓修等名流家书原

迹，以及与家书有关的信笺、信封等。 展览为

“小绿天楼中国古代书画文献整理工作室”的

阶段性成果。

“竹报平安”源自中国古代典故，后来引

申为家人间互报平安的家信，简称“竹报”。本

次“竹报平安”展品以社会名流的家信为主，

也有部分普通人的家信。 这些信件无论是累

累百言的长札，还是只言片语的短笺，都以日

常琐事为主， 但笔下娓娓的问候、 反复的叮

嘱，无不凝聚着浓浓的亲情与企盼，盼望家人

平安，盼望时局稳定，盼望子女上进，盼望老辈

康健。 本次展览除了中国传统家书，部分外国

人的家书原迹也成亮点，其中美国飞虎队上尉

利特尔（Wilbur Wilton Little）抗日战争期间写

给母亲与妻子的 103通家书弥足珍贵。

展览策展人、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副研

究员丁小明表示，这些泛黄纸张上的笔迹间

流淌着人类最真挚的情感， 一封封中外家

信，其实承载着人类自古以来亲人之间最真

挚、朴素的情感，也有循循教导的人生指引。

此外，本次展览的家书，特别是翁同龢、罗振

玉、郑振铎、陈梦家、孙毓修、于安澜等人的

家书，堪称精妙的书法艺术品，让人有驻足

品鉴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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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闻一见

图书馆之名，

在淅淅沥沥的

冬雨中沿南昌

路一带寻寻觅

觅， 却还是险

些错过， 一抬

首， 蓦然发现

“一见”二字沉

淀于门口白色

的招牌上。 由

上海市作家协

会 等 主 办 的

“上海-台北两

岸文学营”在

此 进 行 了

2020 年的开

营式。 纯粹地

做与读书有关

的事， 组织与

阅读有关的活

动，“读喜欢的

书， 让更多的

人喜欢读书”，

正是这家开业

一年多的图书

馆的初衷。

见人 见书 见故事
   图书馆“读喜欢的书，让更多的人喜欢读书”

    打开一见图书馆的玻璃门，便是打开了一段难得的

宁静时光。 一见图书馆的玻璃门上，正埋伏着一个小心

机，当门关上，玻璃上的西文书法图案分明是一本打开

的书，而当门合上之际，书的图案恰好填补了一颗“心”

的空白（见右下图）。 设计师 Jeii 希望以艺术字体的形

式，用城市里的玻璃作为载体，让更多人发现爱、表达爱、传递爱。

有几个书店的会员自发组成了一个群，取名为“天台爱情”，

但是群友中并没有人发展成为恋人，此处的“爱情”指向了对书的

爱，对阅读的共同之好。

一场真正的爱情却发生在图书馆门口。 开业才三四个月时，有一家婚庆

公司前来一见询问，能不能以图书馆为背景拍摄一组结婚照，“因为新娘与新

郎就是因‘一见’结缘。 ”原来，那天一见图书馆的一位会员女孩完成了一

天的阅读，走出玻璃门，就像往常每一个在一见度过的日子一样，但也许

那天的阳光特别灿烂， 也许玻璃门上映出的书架与书的影子唤醒了头脑

中的灵光，一个路过此地的男孩停下了脚步，与本来可能擦肩而过的女

孩聊了几句关于书本，关于行路，关于身后的一见，彼此互留了联系

方式，于是，一段因为图书馆而起的爱情就此一往无前。

    一见图书馆 5层楼的空间里，可以有榻榻米的舒适，

也可以有带着电脑工作的忙碌， 惟有所有的书架都

是自地面而起，直抵屋顶，其中专门辟出一些书格是

为会员们放置喜爱的书留出的空间。 一见图书馆的

一层空间对公众免费开放，不拒绝任何人，有路

人经过，进来在小花园里“你一旦开始阅读，也

就会永远自由”的字样下，一坐便是半天。

尽管不愿意被贴上“网红图书馆” 的标

签，但，一见图书馆尊重所有步入图书馆的人。 无论来者出

于什么态度，哪怕是女孩子走进来拿着书本自拍一张美照，

也说明他们内心喜欢、认可图书馆营造的氛围。

在一楼宽敞明亮的空间里， 经常有

非会员走进来， 抽取一本书看上半天。

“带动更多人阅读， 是我们要做的事。 ”

Linda 说。 偶然，还会遇见一位拾荒

老人走进来看书， 有时也有外卖小

哥在这里徘徊， 店员都愿意接受他

们，帮助他们，心怀感动与高

兴，此时此刻，可以感受到陌

生人彼此间精神需求的相通。

细细摩挲，会发现书架上

每一本供借阅的书，都

被悉心地贴上了一层包

书膜， 唯有真正的爱

书人才会对书本面对翻阅者时

的面貌如此介怀。逢着晴天，

图书馆还会把受捐赠的书本

拿来在阳光下曝晒， 消毒杀

菌是其一，同时也恰恰应

了“晒书秋日晚，洗药石

泉香”的古风。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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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图书馆位于南昌路

205 弄弄堂口（见右上图），

这座老宅， 曾归属于沪上知

名作家孙颙的外祖父易敦

白。 湖南籍人士易敦白是清

末最后一次科考的秀才，上

世纪初，入幕北洋政府，曾任

教育司司长等职， 新中国成

立后， 易敦白为上海文史馆

馆员。 嗜书如命的他在上海南昌路

的老宅中精心打造了一间藏书室。

距离易敦白最初入主老宅的时

间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 但是孙颙

对于幼年时躺在外祖父家客厅地板

上做梦的记忆始终无法被岁月的波

澜冲淡，他在文章里回忆，四面都是

从地面直达屋顶的书架， 像重峦叠

嶂， 梦里的他如同躺在河川上顺流

而下，山峰，峡谷，一层又一层，一路

都是书的风景。 孙颙陆陆续续的作

品《雪庐》、散文《在高高的书架下》

《一个老人和他的藏书》， 是他在以

文字纪念外祖父和那间消失的藏书

室。

百年之后， 藏书室的情景在一

见图书馆里犹如再现， 同样顶天立

地的书架，拱形落地窗，如《雪庐》中

的雪景一般白净的墙壁，小小的庭院

里被雨水打湿的长椅

和藤蔓……一见图书

馆的 8 位创始人之一

Linda说， 书架保持了

原木色，就是要给身处

此地的人以温暖之意。

若算上尖顶的楼

阁， 一见图书馆共 5

层，老式的楼梯狭窄而

陡峭，踩上去却无声无

息，厚厚的地毯阻隔了

可能响起的脚步声，

Linda提醒：“你有没有

发现？这里连背景音乐

都没有。 ”

安静，如一堵墙，阻隔

了车水马龙，让一见图书馆

成为读书人的暂歇

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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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非借而不读也”，是写

在一见图书馆门口的一句话。

一见图书馆的主要创始人杨先生

一年的阅读量在 60 本到 100 本之

间，深谙读书人的共同喜好特征。 但

是如此环境下的图书馆， 不售书，不

卖咖啡茶点，没有文创产品烘托，如何生

存下去？ 会员制是他们的探索。

除一楼的公共阅读空间之外， 读者若要

使用一见图书馆楼上的阅读区，须办卡成为会

员，会员不仅可到馆阅读，办理图书借阅，还享受馆

内提供的免费咖啡饮品。 季卡 988元、半年卡 1888

元、年卡 2588元形成了一见的一道“门槛”。

当“美”、“颜值”成

为书店等公共空间的

共同追求，展示、饮食

成为书店标配的多元

服务， 文化场所在满足公

众性的同时， 还能以怎样的

个性优势吸引客流？

创始人之一 Linda

透露，一年多来，一见

图书馆的会员已有七

八百之众，不久之后，他们

将在莫干山路开出第二家

图书馆。

一见，不止“一见”。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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